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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壮乡和韵”
音乐季启幕

本报讯（秦雯）近日，2023年广西交响乐
团“壮乡和韵”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广西文化
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音乐会由广西交响乐团
艺术顾问、著名指挥家卞祖善与广西交响乐团
常任指挥吴纯共同执棒，携手著名青年小提琴
演奏家高参，与广西交响乐团共同为观众献上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音乐盛宴。

据悉，2023年音乐季演出跨度11个月，全
新推出“节日交响”“走近大师”“江山如此多
娇”“东盟之声”四大系列共计15场交响音乐
会，将邀请著名指挥家姜金一、朱其元等我国
当代交响乐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加盟。此外，
还计划邀请长沙交响乐团、南昌交响乐团开展

“双城记”交流演出，用音乐对话的方式推动城
市之间的文化交融。在音乐作品上，今年音乐
季将呈现在世界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交响乐作
品和国外著名歌剧作品等。

主办方透露，广西音乐厅常态化驻场演出
品牌“南国之声”周末音乐会，2023年也将焕
新出发，以“对话”作为年度主题，交响乐团室
内乐团和广西民族乐团将联袂呈现“陪伴”“共
鸣”“玩意”“连接”四个系列共计24场精彩演
出。《功夫》系列国潮音乐会、《一生所爱》香港
金曲音乐会、《音符里的中国》“音乐地图”系列
音乐会等独具特色的演出将为广大市民带来
不一样的音乐体验。此外，音乐季还致力于音
乐的公益普及，由广西青少年交响乐团、广西
青少年民族乐团、老友管弦乐团带来市民音乐
课堂，让观众在音乐中学习和了解知识，走近
高雅艺术，共赴美妙的音乐旅程。

上海：
在家门口享受有温度、
有情怀的公共阅读服务
汤诚

人人都说读书好，却非人人都能静静读书。欲解不能
读书之困，须有能读书之所。如珍珠般镶嵌于上海街巷的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便是这样的所在。

浦东新区
以组织读书会为特色，打造爱书人的专属空间

浦江之畔，陆家嘴的高楼大厦之间，隐藏着一幢简约
几何结构的建筑物——“融书房”。三层白色的小洋楼没
有围墙，室内和户外设有大片阅读区域。从阅读中抬起头
来，就能透过窗户看到高耸的上海中心。

“融书房”由浦东新区陆家嘴图书馆二分部转型改建
而来，于2018年4月22日正式对外开放。“古板而过时”
的传统基层图书馆，一举更新为现代时尚的新型城市公
共阅读空间，也是上海第一个以金融为特色的阅读空间。

传统基层公共图书馆的转型升级，不止于硬件更新，
更重要的是功能迭代。阅览和外借服务之外，“融书房”以
组织读书会为特色，成为乐阅读、爱分享的人士碰撞思
想、交流心灵的专属空间。

读书会主题广泛，内容涵盖文史、科技、地理、艺术、财经
等领域。嘉宾均为广受市民喜爱的作家或某一专业领域的学
者，陈钢、刘诗昆、易中天、叶辛、郎朗等名家都曾前来交流。

“融书房”不仅人文气息浓厚，科技感也十足。它推出
网上预约送书上门服务，以互联网为平台，以线下借阅点
为基础，打造集成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互联网技术、
第三方征信、移动支付、第三方物流配送系统、RFID物联
网技术等多个系统平台的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平台。读者
通过手机或其他终端即可登录平台，提交借阅申请。图书
馆工作人员收到预约申请后，可通过指定物流，将图书配
送到读者指定的地点。

不止“融书房”，浦东图书馆旗下还有科技、国际象棋、
运动等10个主题分馆，万樱阁、沪东“来客厅”、傅雷故居等
6个主题书房，颂韵有声书屋、红色文旅空间等主题阅读空
间分布于浦东各地，以高质量的阅读服务和形式多样的阅
读推广活动，让市民尽享阅读之美、阅读之乐。

徐汇区
打破物理空间限制，把服务主动推送出去

如果说“融书房”是上海存量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点
微更新后的蝶变，徐汇区“灯塔书房”则是区级公共文化
机构联合多方社会力量进行增量供给的全新实践。

“灯塔书房”是徐汇区图书馆以“阅读+”的形式，将阅
读服务嵌入城市毛细血管的创新之举。徐汇区图书馆一
直受限于自身的馆舍面积，无法很好地为市民开展各类
阅读服务，因此，考虑以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形式拓展服
务范围，打破物理空间限制，把服务主动推送出去。

“灯塔书房”从2019年开始进行点位建设，从原有的
居委层面90多家自助图书室里进行筛选，充分考虑读者
需求、空间大小、软硬件设施等因素。自2020年6月第一
家“灯塔书房”在龙南佳苑公租房小区开设以来，目前已
在全区开设20家“灯塔书房”，包含社区综合服务点、文
旅融合服务点、楼宇商圈服务点和特殊人群服务点4种类
型。乐山“灯塔书房”体现了触觉、听觉、视觉的通感联动，
拓展了阅读的丰富性。龙南佳苑“灯塔书房”靠近上海植
物园，在设计上突出植物主题，在形式上采用多维书盒以
及电子阅读单等符合青年读者口味的创新设计。位于徐
家汇商圈的T20“灯塔书房”通过“光盒作用”的互动设
计，使得书房成为了解徐家汇的窗口。西岸美术馆“灯塔
书房”的设计通过极简装置突出了阅读主题，并在空间安
排上做到儿童友好。专业力量的介入保证了“灯塔书房”
外观的高颜值、服务和活动的针对性以及评估的科学性。

2022年，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围
绕三个“做优做强”，积极探索更加精
细的空间治理方式开展公园城市示范
区建设，为推进城市“剩余空间”利用，
充分挖掘现有土地潜力，美化城市空
间、完善城市功能、方便市民生活、提
升城市形象，利用城市“剩余空间”打
造了20个“金角银边”点位。

蓉耀时光·24小时幸福城市书房
就是这20个“金角银边”之一，坐落于

成都市青羊区蓉漂主题街区（文化宫
地铁站负一层），是充分利用闲置“地
下空间”打造的针对蓉漂人才的“便民
服务+文化场景+商业运营”的多元化
场景。

书房分为有声阅读功能区、青羊
区图书馆自助借阅区、“幸福声波”互
动体验区，及“蓉漂主题”定制区四个
部分，同时配备了先进的 IOT系统，
实现了书房的智能化管理与有效安全

保障。
作为落地在人才TOD里的城市

书房，蓉耀时光·24小时幸福城市书
房还丰富了TOD综合体项目的公共
文化功能，促进人流聚集与流量沉淀，
实现“蓉漂”相关城市服务的信息集
散，为“漂”在成都的奋斗者们提供了
一处永不打烊的精神港湾，有温度、有
归属感地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建设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一盏灯，亮在临街的落地窗后，驱散车水马

龙的喧嚣；一些人，坐在木质的书桌前，尽享书

海泛舟的静谧……这样的温情场景，出现在街

头巷尾的城市书房中。近年来，随着“书香中国”

的持续推进，城市书房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一

间城市书房，不仅是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有益补

充，也是观察一座城市精神气象的精妙切口。

一座城市需要繁华的文化地标，也需要静

谧的文化空间。几百平方米空间，阅读区、自习

区、交流区等功能分区包罗其中、排列有序；或

图书借阅、或自修学习、抑或文化交流，人们在

城市书房中书山寻径、收获新知。散落在街巷

的城市书房，为群众提供了深入思考、提升自

我的空间，蕴藏着城市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从零下30摄氏度的大兴安岭地区，到海拔

3650米的西藏拉萨……城市书房虽地处一隅，

却可容万千气象。受众群体的多元性、区域位

置的特殊性、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更要求城市

书房探索“一房一品”的特色经营模式。无论是

北京面向职工群体开设的 24小时城市书房，还

是杭州跨界改造的“有声+实体阅读”书房，一

批批特色城市书房在园区、社区开枝散叶，畅

通群众与优质文化资源的“最后一公里”。

当然，营造与保持良好的沉浸式阅读氛围，

才是城市书房保持长久竞争力的关键。各地城

市书房，一方面融入图书馆总分馆制体系，提高

书籍供给丰富度，营造“处处可学”的氛围感；另

一方面也借助自动控制等新兴技术，打造 24小
时智能阅读环境，延存“时时能学”的仪式感。阅

读分享、公益讲座、艺术策展等互动活动，则在

拉近书香与市民生活距离的同时，不断增强着

阅读的氛围感与仪式感，为整座城市涵养出书

香致远、朝气昂扬的精神气质。

一盏灯，温暖着城市书房，也照亮人们前进

的路。给繁华的城市留一处静谧的空间，是建设

城市书房的本意，也是构筑现代化学习型城市

的应有之义。我们期待着，在城市中亮起更多这

样的灯，帮助我们走向更辽阔的精神远方。

烩一锅美白鲜嫩
包德贵

“鲸鱼翻海浊，水碧带鱼飞。”这是宋代诗
人李廌《赠钱之道子武昆仲》中的一句诗。

带鱼，有的地方也叫刀鱼，体型扁瘦长，通
体银白，光滑无鳞，像一条银白色的绸带。这样
一条鱼，在碧海里遨游，形同飘、舞、飞，是何等
轻盈、美艳！虽无缘亲见，却也可以想见。李廌

的《赠钱之道子武昆仲》洋洋近百言，感觉就这
句最漂亮，可谓至美。

带鱼是重要的海产经济鱼类之一，品类很
多，分布极广，世界各地都有出产，其中以我国
东海宁波、舟山一带近海所产品质最佳，宁波
人称为东海细眼带鱼。其中又以两三指宽的最
美，肉质细腻，口感细、嫩、鲜。

带鱼的吃法很多，可煎，可炒，可烧，可醋
溜，还可腌制糟渍，无所不美。据说，早先宁波
的渔老大，每次出海带的食物，就一缸晚稻米
（粳米）。在渔场作业，要烧饭了，舀一碗米在锅
里，同时拎几条刚捕捞上来的带鱼，去除肚里
杂碎，整条扔锅里加水同煮。锅开三五分钟后，
鱼已脱骨，筷子一挑，整条鱼骨就一下子被挑
了出来。接着继续小火熬煮，直至饭粒变得软
烂，与鱼肉完全融合，不分你我，一锅鲜美的带
鱼粥就熬成了。每次出海，一般都要在渔场待
上十天半个月，渔老大们一日三餐就吃这样
的带鱼粥，这可谓带鱼最“原生态”的一种吃
法了。据说这种带鱼粥，因鱼是刚捕上来的，
鲜得过分，令人无语。不过宁波话对此有的生
动表达——“鲜勒（意为‘得’）头发丝也要脱落
光咯！”我非渔民，所以一直无缘品尝这样“原
生态”的带鱼粥，虽然内心里无比向往。

宁波人另一种带鱼最家常也最本色的吃
法，是烩萝卜丝。

开春以后，新鲜上市、两三指宽的东海细
眼带鱼两条，去杂碎、鱼鳃，剪寸段；白圆萝卜
一个，切丝，在沸水里焯一下（去除萝卜的苦涩
味）待用。锅里放适量油，下姜末爆香，然后去
姜末留油（目的是不让姜末煎焦，影响成品的
口感和色泽），开始煎带鱼段。煎至鱼段两面淡
黄，放入焯过的萝卜丝，烹入适量绍酒，加适量
水，就可以加盖烩制了。中火烩八到十分钟之
后，调入适量的盐，宁波人一道最家常、也最受
欢迎的带鱼烩萝卜丝就可以盛盘上桌了。

要特别说明的是，烹制带鱼烩萝卜丝时，
除了姜、盐和绍酒，其它作料一概不要放，不然
会影响成品的色泽和口感。

东海细眼带鱼肉质细嫩，鲜味正；白圆萝
卜质脆水嫩，两者可谓绝配。带鱼烩萝卜丝做
好后，鱼段橙黄，萝卜丝呈半透明状，汤色浓白
如鲜乳，色泽简美清雅养眼。鱼味与萝卜味相互
渗透融合，鱼肉汁水丰盈兼有萝卜的清爽，萝卜
丝绵软柔嫩里含着鱼的鲜香，相得益彰。鱼汤润
滑爽口，让人百吃不腻、不厌。

李廌的诗句“鲸鱼翻海浊，水碧带鱼飞”，
跟宁波人的带鱼烩萝卜丝一样简美传神，倘以
它为上联，给它配条下联，俺给拟的是：“色香
著乡土，汤白萝卜鲜”。

编者按：
当前，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升，阅读日益成为市民的一种

习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书房走进大众视野，受到市民的追捧与热爱，让市民群众在获取文化
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在借与还、读与学中，潜移默化地浸润人们的心田，改变着大家
的生活。

一本书可以温暖一个人，一间书房可以温暖一座城市。城市书房已成为城市的新文化地标，展现
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张力，润物无声地提升着城市的文明气质。

涵养城市的书香气质
陈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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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南县：
城市阅读空间让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储继明

四川成都青羊区：
打造“地下空间”幸福城市书房
青更

城市阅读空间

近年来，安徽省阜南县把“书香阜
南”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
手，积极推进城区“15分钟阅读圈”民
生工程建设。

城区“15分钟阅读圈”基本建成

1月28日，新年开工第一天，笔者
慕名来到阜南县鹿城镇田集路与洪河
路交会处的富陂公园东大门，一排两
层仿古建筑吸引了笔者的目光——建
筑与美丽的城市公园融为一体，在二
楼正中有块牌匾，上写“富陂城市阅读
空间”。

“这个阅读空间又称阜南县图书
馆富陂公园分馆。”阜南县图书馆馆长
缪旭东介绍，阅读空间由公园用房改
建，面积约1500平方米，称得上是皖
北地区较大的阅读空间。2022年1月
初完工并投入使用，现有图书3万册，
服务人口约3万人，服务半径约2.5-3
公里。

富陂城市阅读空间并不是阜南
县最早建成的城市阅读空间。笔者了
解到，阜南县“15分钟阅读圈”建设
从 2020年就开始了，当时建设的是
阜南县体育公园城市阅读空间（阜南
县图书馆体育公园分馆），已于2021
年1月1日正式开放。随后，阜南县图
书馆城西分馆（城西社区阅读空间），
阜南县图书馆红旗分馆（红旗社区阅

读空间），阜南县图书馆陶子河公园
分馆（陶子河阅读空间），阜南县图书
馆五小分馆（五小阅读空间）也已建
成启用。

目前，阜南城区“15分钟阅读圈”
已基本建成，形成了由县委、县政府主
导，阜南县图书馆牵头，学校、社区、城
市公园等单位提供场地及房屋，政府
购买国有文化企业（阜南新华书店）服
务进行管理的模式。

打造舒适书香空间

在城西社区阅读空间，除了阅读
区，还有科普区。笔者看到，几名孩子
正在科普区开心玩耍，有的专心致志
通过显微镜看“微生物”，有的在玩“混
沌摆”，还有的通过天文望远镜望向远
方……

据介绍，阜南县已建成的城市阅
读空间，都配备有空调、茶座等，大人
可以在这里看书、饮茶、交友，孩子们
可以写作业。在免费看书的基础上，城
市阅读空间还增加了特色服务，售卖
咖啡、茶水、简餐，满足年轻群体需求；
对场馆软硬件进行提升，新增了自习
室，安装了专用阅读护眼灯，根据读者
需求把自习室服务时间延长至晚上9
点，备考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在攻读专
业书籍之余，还可以查找相关资料；有
的馆还建立了“绘本室”，针对低幼儿
童的需求，软化了地板，添置了低书
柜、卡通书、点读机等。

城市阅读空间最重要的“借阅”功
能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各城市阅读空
间均配备有智能借阅设备，刷身份证、
借阅证、社会保障卡都能借阅。为了方
便市民借还图书，阜南县图书馆使用
国内最先进的图书管理软件，全县各
总、分馆（阅读空间）均可通借通还，方

便了居民借阅。
城市阅读空间融入居民的日常生

活，为居民营造心灵放飞的空间，让生
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好的阅读环境。”在城西社区阅读
空间，居民赵伟说：“在这里读书，真是
一种享受。”

书香阜南润心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读
屏时代登场、纸质书籍携带不便、阅读
环境不足以及到图书馆距离较远等因
素，都影响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城市

“15分钟阅读圈”的出现，让更多市民
重新喜欢上“家门口”的阅读——“15
分钟阅读圈”拓展了公共阅读服务，弥
补了公共图书馆在覆盖面、便利性、亲
和性方面的不足，拉近了人们与阅读
之间的距离。

在五小阅读空间，二年级小学
生常久在奶奶的带领下，津津有味
地读着《刘胡兰的故事》。“小孩喜欢
看历史、战争方面的书籍，自从这个
阅读空间开放，我就经常带他来。孩
子从书籍中学到不少东西，最重要
的是，更有素质，更有见识了。”常久
的奶奶介绍，看到别人扔掉的饮料
瓶子，常久总会把瓶子捡起来扔进
垃圾桶里；前不久和小伙伴看《长津
湖》，电影里的惨烈场面吓得小伙伴
心惊肉跳，常久跟她说起，她就问常
久怎么看，常久说：“我倒觉得，正是
革命先辈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

“城市不能没有阅读。一个没有书
香的城市，不可能是文明的城市；而失
去文化和知识的支撑，城市的发展就
缺乏底蕴。”阜南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
长冷治武说。


